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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手指引 

第一節、 如何參與 IETF會議 

首次參與 IETF活動，通常以參加 IETF年度大會為最直接簡便的方式。

想瞭解 IETF 組織及相關運作，可先至官網查詢相關資料，如圖 33 所示，

IETF目標、歷史、各工作單位、合作單位連結、最近期的 IETF大會資訊、

及過去大會內容。 

 

圖 33、IETF會議及活動網頁 

資料來源：https://www.iet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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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TF 會議網頁有專為新手提供會議參與指南及重要注意事項的單元

“New Participants”。該頁面提供一段影片，簡介 IETF及年度會議的各樣

活動；再透過文章及連結，針對 IETF簡介和新人建議參與之活動、IETF組

織架構、當次 IETF會議的所有活動、相關資源等四部分進行導覽，並提供

新手相關支援。如圖 34所示，IETF每次會議都會為新加入者提供相當多元

豐富資訊。 

圖 34、IETF會議新手指南 

資料來源：https://www.ietf.org/how/meetings/114/newc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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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ETF會議簡介 

IETF 實體會議著重人際互動交流，認為面對面的討論有助於解

決問題。目前每年舉辦三次會議，IETF長期參與者、相關廠商或是學

生等對網際網路有興趣者、皆可參加，針對網際網路架構協定、網路

安全及物聯網等相關資通訊領域，進行討論及研發相關網路協定，推

動網際網路技術的演進及發展。 

IETF 會議會期通常為七天，前兩天為開發人員會議及黑客松活

動，接著的五天進行密集會議，包括 IETF、IAB、IESG 等報告重要

事務，並有眾多工作組及研究組進行會議。每個工作組會議時間約一

至二小時，因此僅針對關鍵議題進行討論或確認。IETF非以會員制或

投票制進行相關程序或共識確認，會議後續仍會透過工作組郵件討論

群持續研議，以達成工作組共識方式形成決議。 

二、 IETF會議註冊 

IETF官網會公告近期會議相關資訊，如圖 35紅圈處所示，可得

知會議相關資訊，包含地點、時間、費用、議程活動及其他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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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IETF 115次會議網頁 

資料來源：https://www.ietf.org/how/meetings/115/ 

由於 Covid-19疫情關係，近期 IETF會議採實體會體及線上會議

混合模式進行，報名費用各有差異，相關費用如圖 36。 

圖 36、IETF 115會議收費標準 

資料來源：https://registration.ietf.org/115/ 



新手指引	
 

95 

由於 IETF 會議地點遍布於歐、美、亞洲，報名頁面亦會提供當

地交通、住宿及相關消費水準之資訊。 

圖 37、IETF會議交通住宿資訊網頁 

資料來源：https://www.ietf.org/how/meetings/115/hotel/ 

三、 IETF會議場次及進行方式 

IETF會議網頁上線後，會陸續公告會議及活動內容，其中會議議

程的部分會持續更新及提供會議資料。詳如圖 38所示。 

圖 38、IETF 114會議議程及會議資料 

資料來源：https://www.ietf.org/how/meetings/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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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實際參與經驗，直至會議當天實際會議議程及會議資

料仍有變動的可能，但變動通常不大，會議結束後，會議網站亦會將

實際會議資料更新於網站，圖 39為 IETF 114會議議程參考。 

圖 39、IETF 114會議之詳細議程 

資料來源：https://datatracker.ietf.org/meeting/114/agenda/ 

IETF會議通常選擇在週六開始，前兩天主要為開發人員的聚會。

如 IETF Hackathon依據不同的主題進行分組討論、演示程式代碼、及

尋求解決方案。下圖為 IETF 114會議所安排的 Hackathon議程： 

圖 40、IETF 114次會議之 Hackathon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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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ietf.org/how/runningcode/hackathons/114-hackathon/ 

週日除開發人員的聚會外，也安排需先預約才可參加的新人導覽

活動，例行為新參加者舉辦的簡介、撰稿說明、技術演講、歡迎茶會

等。為新人簡介的線上會議如圖 41所示。 

圖 41、IETF新參與者簡介會議 

資料來源：https://www.ietf.org/blog/presenting-at-my-first-ietf-meeting/ 

週一上午是正式的開幕式，後續則為各工作組的小組會議，時間

約一至二個小時，主要進行方式由該工作組主席主持，主要討論工作

組內 RFC文件更新狀態，或者目前該工作組急待解決的問題。 

如果 IETF 廣泛感興趣的新議題，則可透過所屬領域理事，安排

舉行 BOF 討論群會議，由此議題發起人進行提案報告，讓領域理事

及 IETF 參與者了解新議題及新工作組提案狀況，並當場徵求自願者

加入。圖 42為本計畫實際參與研究組開會之會議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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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IETF 114 GAIA研究組會議截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參與 IETF 114線上會議 

四、 會議注意事項 

由於大會期間每個時段均有多個小組會議同時進行，建議參與者

應參考大會議程，事前規劃欲參與之工作組會議。如為第一次參加者，

建議參考“IETF NEWS”，或是參加新人活動，參考 IETF活躍參與

者意見，選擇適合的工作組會議。 

IETF會議舉辦地之消費水準、法律各有不同，建議應詳讀住宿交

通資訊，如有不清楚或需更詳細資訊亦可以電子郵件洽詢。如因不可

預期之影響，導致實體會議取消，IETF報名費可退還，相關資訊皆於

第一時間於官網公告。圖 43為 IETF 114會議所提供之相關資訊截圖。 



新手指引	
 

99 

圖 43、IETF 114會議當地消費資訊 

資料來源：https://www.ietf.org/how/meetings/114/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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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如何參與 IETF工作組 

IETF官網提供新手引導資訊，如新參與者歡迎影片、組織介紹、標準

制定釋義、重要工作組介紹、及相關連結等。IETF官方網站為新加入的參

與者提供相當完整資訊，請參閱圖 44： 

圖 44、IETF新人導覽網頁 

資料來源：https://www.ietf.org/how/ 

一、 工作組參與方式 

參與者除另可利用 IETF Datatracker 追蹤工作組之草案進程，多

是透過該工作組的郵件討論群了解最新資訊，並進行議題討論。IETF

對新參與者的建議事項如表 15，有助於融入工作組活動中。 



新手指引	
 

101 

 
表 15、對工作組新參與者之建議 

序號 說明 

1 
於 IETF Datatracker 查詢活躍的工作組列表，最多先加入二
個工作組就好。 

2 IETF邀請經驗豐富的參與者，協助新參與者進入 IETF社群。 

3 參與每年三次的 IETF會議，與其他 IETF參與者建立關係。 

4 閱讀 RFC與相關文件資料。 

5 
利用 IETF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如說明主旨與目標文件”IETF
之道」、IETF詞彙表、工作組名單、參與者常見問題…等。 

資料來源：IETF，本計畫製作 

二、 如何成為活躍參與者 

IETF對活躍參與者的定義為，常於工作組或研究組發表意見，並

於最近五次 IETF會議中至少參加三次。為使參與者能持續參與 IETF

工作組討論，建議事項如表 16： 

表 16、參與者融入工作組之建議 

序號 說明 

1 加入郵件列表參與討論。 

2 
參與工作組討論前，先閱讀工作組郵件討論群的歷史意見，

了解議題重點，再行提出建議。 

3 先閱讀工作組草案，並積極提出意見與看法。 

4 參與 IETF各樣活動不要害羞，也不要太強勢。 

5 多與人交流。 

6 避免落入鑽牛角尖的技術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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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ETF，本計畫製作 

第三節、 IETF Datatracker介紹 

IETF Datatracker可查詢各單位、各工作組及研究組、甚至是領域理事、

工作組相片及聯絡方式，協助各參與者及使用者找尋、追踪和管理各式 IETF

事宜，讓每個參與者皆可有效率的得到 IETF最新的工作進程及成果。 

一、 IETF Datatracker可搜尋類別 

IETF Datatracker網頁上方已列出五種常用類別的下拉式選單，名

稱為 Group、Documents、Meetings、Other、User等。參與者亦可透過

IETF各種組織、文件類別、會議、其他等關鍵字進行搜尋；另工作組

主席也可利用 IETF Datatracker，直接管理工作組的所有草案及更新或

修改各項事宜。IETF Datatracker頁面如圖 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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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IETF Datatracker搜尋頁面 

參考資料：https://datatracker.ietf.org/ 

依圖 46所示，依群體屬性不同，IETF Datatracker將郵件列表分

為三類。第一類為各 IETF單位的郵件列表，包括跨領域合作的小組，

如領域理事會、Tool team、Hackathon及 IETF與 IANA、電機及電子

工程師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之

外部聯絡群組…等。第二類為討論新工作組是否成立之群組，如 BOF

討論群、章程討論群（Chartering group）…等。第三類則是已關閉的

工作組郵件列表及非工作組郵件列表。 

二、 IETF Datatracker之 Groups查詢介紹 

上述各單位皆有專屬頁面，提供相關介紹及最新資訊等，如圖 45

為受限環境的身份驗證和授權工作組（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for Constrained Environments，ACE）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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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IETF Datatracker之工作組網頁 

資料來源：https://datatracker.ietf.org/wg/ace/documents/ 

各單位之專屬頁面皆有七個分項的內容介紹，各分項內容如下： 

表 17、IETF Datatracker各單位網頁之分項標題 

序號 分項標題 說明 

1 About 工作組簡介 

2 Document RFC進度 

3 Meetings 會議相關資料 

4 History 郵列件表歷史記錄 

5 Photos 重要成員相片 

6 Email expansions 郵件列表及重要聯絡信箱 

7 List archive 領域理事重要回覆存檔 

資料來源：IETF，本計畫製作 

由“Documents”可查詢文件成果外，亦有網路草案審查最近進

度。“Reviews”顯示方式由「顏色+審查小組簡稱+處理進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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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工作組工作進度查詢網頁 

資料來源：https://datatracker.ietf.org/wg/avtcore/documents/ 

上圖之紅框處，可查詢該單位之網路草案審查結果，分五種顏色，

其回覆文字共有 10種，各狀態之意義如表 18說明。 

表 18、文件審查結果之顏色意義 

序號 顏色 審查結果 意義 

1 灰 � Incomplete 
� Not completed yet 審查中 

2 黃 � Has issues 文件仍有技術問題尚待解決 

3 藍 
� Almost ready 
� On the right track 
� Has nits 

文件接近通過審查 

4 綠 
� Ready 
� Ready with nits 
� Ready with issues 

文件通過審查 

5 紅 � Not ready 未通過 

資料來源：IETF，本計畫製作 

於各單位之“Documents”中顯示之查詢狀況，通常已通過工作

組、領域理事同意，並送交 IESG審核。“Documents”中顯示之網路

草案作業情形，除 IESG投票情形外，亦有審查小組之意見回覆。 

截至西元 2022年（民國 111年）10月 31日，IETF共計有 11組

活躍技術審查領域理事會（Active Review Directorates），詳見表 19。 

表 19、活躍技術審查領域理事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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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審查小組縮寫 審查小組名稱 工作領域 

1 artart ART Area Review Team ART 

2 i18ndir Internationalization Directorate ART 

3 genart General Area Review Team GEN 

4 intdir Internet Area Directorate INT 

5 iotdir Internet of Things Directorate INT 

6 opsdir Ops Directorate OPS 

7 yangdoctors YANG Doctors OPS 

8 rtgdir Routing Area Directorate RTG 

9 secdir Security Area Directorate SEC 

10 tsvart Transport Area Review Team TSV 

11 dnsdir DNS Directorate OPS 

資料來源：https://datatracker.ietf.org/review/ 

另，審查小組回覆結果中之「Has nits」與「Has issues」不同，「Has 

nits」表示，透過 idnits 3.0.0 檢查文件，未符合 IETF、IETF 信託跟

RFC編輯的相關規定，該工具網頁如圖 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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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IETF文件檢查工具 idnits 3.0.0 

資料來源：https://pypi.org/project/id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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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RFC撰寫簡介 

IETF於西元 2020年底，針對曾寫過工作草案之作者進行調查，最重要

的問題是 IETF 提供撰寫草案的資源過於混亂。因此，IETF 開發專為撰寫

草案所使用的「作者資源網頁」，簡化撰寫草案的難度，並提供更多樣的格

式供參與者使用，後續由 IETF LLC外包給 GitHub進行維護及更新。 

一、 作者編寫系統 

現有 IETF撰寫草案之作者資源網頁如圖 49所示，除提供第一次

撰寫草案的引導外，並介紹撰寫草案的各種格式跟各樣撰寫工具、草

案的命名、提交草案、內文格式及相關字碼、文件編輯驗證流程、及

其配套工作的服務。： 

圖 49、撰寫草案之作者資源網頁 

資料來源：https://authors.iet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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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RFC 8650〕所述，草案基本格式為可延伸標記式語言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近年亦增加Markdown、其

他語言、IETF文字處理器（Word processor toolchains）等撰寫工具，

另作者資源網頁亦提供 xml2rfc工具、並增加共同編輯的功能。 

IETF將各種語言統整至同一頁面，惟各種語法無法相容，需於一

開始就決定自己熟悉的語法及工具鏈，後續亦提供所需模板，使參與

者完備草案的內容，並透過網頁功能，提供基本協助。目前作者編寫

系統可提供之功能如表 20所示。 

表 20、作者編寫系統提供功能 

序號 說明 

1 檢核文件的格式及內文的正確性。 

2 選擇格式和工具鏈。 

3 下載撰寫模板並進行編輯。 

4 命名草案。 

5 確認已完備草案之必要內容。 

6 確認格式語言一致性。 

7 驗證內文為 IETF官方用語。 

8 協助簡化圖表。 

資料來源：IETF，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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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草案撰寫並無單一的格式及流程，如使用 Markdown 語法，

會自動生成 RFCXML，但如使用不同格式，草案作者亦可透過作者資

源網頁，選擇自己偏好的文件編輯及驗證流程、驗證工具。 

圖 50為 IETF撰寫草案之作者資源網頁，所提供的草案編輯及驗

證流程： 

 

圖 50、草案編輯及驗證流程 

資料來源：https://authors.ietf.org/en/choosing-a-format-and-tools 

完成草案內文後，建議利用 IETF 的文件驗證工具，檢查草案內

容及格式，再透過 IETF Datatracker 或草案提交網頁，提交並上傳草

案。由於發布 RFC需經過許多修改及驗證過程，可參考〔RFC 7988〕

了解相關編輯工具，並注意提交草案的截止日期、存檔及草案更換之

要求。下圖為 IETF 撰寫草案之作者資源網站，所提供的草案提交工

具資訊頁面如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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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草案提交工具 

資料來源：https://authors.ietf.org/en/submitting-your-internet-draft 

二、 RFC編寫注意事項 

除 IETF 提供之作者編寫系統外，IETF 關於 RFC 撰寫之格式細

節說明，可詳閱〔RFC 2223〕相關規定。即 IETF規定草案撰寫需以

英文、美國標準資訊交換碼（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ASCII）的編碼撰寫，編寫格式需用 XML語言，並透過

工具轉成 TXT文件。一旦發布 TXT文件即為草案。54 

RFC的制定程序及文件撰寫指引可參照〔RFC 2026〕，詳細說明

 
 
 
 
54 IETF, RFC694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fc-editor.org/rfc/rfc6949.txt  （202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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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審查程序、IETF審查部門、及相關爭議之處理方式等；另由〔RFC 

6410〕說明 RFC標準流程圖等。 

參與者於工作組內提出草案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但上述 RFC提供的解決方法並非官方標準做法，僅為參考做法，實際

上仍需參與者與工作組主席及夥伴，針對個案情況，找到最合適的解

決辦法，並達成共識，完成 RFC並成為網際網路標準。 

IETF建議撰寫草案前，先進行表 21之事項，並閱讀〔RFC 2119〕、

〔RFC 2629〕、〔RFC 5234〕、〔RFC 3967〕、〔RFC 2629〕等相關

文件，有助於融入 IETF，及網路草案之撰寫。 

表 21、首次撰寫網路草案之建議 

序號 說明 

1 撰寫草案前，可先多閱讀相關 RFC。 

2 撰寫體裁、用句、格式、章節、參考項目等。 

3 了解文件編輯流程。 

4 多參與工作組討論。 

5 先研究作者編寫系統。 

6 
未歸屬任何工作組的資訊性 RFC文件，可參考獨立提交之產
出流程。 

資料來源：IETF，本計畫製作 

 

  


